
0 引言

机械制图和计算机绘图一体化教学模式，是将

原先互相独立的机械制图和计算机绘图（以

AutoCAD软件为例，下同）的课程内容结合成一体，

由2门课程提升为1门课的教学模式。在机械制图

的传统教学中引进AutoCAD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多

数同行院校的首肯。但是如何将计算机绘图内容

与机械制图相融合，如何处理机械制图传统教学内

容与AutoCAD软件知识点的关系，还是一个需要深

度探究的领域。目前，有的学院采用一体化教学模

式就是让教师拿着《机械制图》和《AutoCAD》2本教

材上课；有的教材虽然冠以《机械制图和AutoCAD》

的书名，但教材内容却是原来 2本教材内容的简单

叠加。显然这种情况下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很难取

得良好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对于“机械制图和计

算机绘图一体化教学模式”的运行进行了深度探

究，以解决“怎么样进行一体化教学模式”的问题，

使一体化教学模式不流于形式上的 1+1=2，而是要

通过一体化教学模式最终取得1+1＞2的教学效果。

1 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

强化空间思维的构形能力和计算机绘图技能

训练，淡化手工绘图的图面质量意识，着重造就和

提升学生AutoCAD的操作能力，即能够在计算机上

完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机械工程图样绘制。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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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降低学生的读图能力要求。

这个指导思想既符合生产实际需要，也符合学

情，要求我们通过一体化教学模式，使学生完成识

读机械工程图样和计算机绘制机械工程图样这2项

重要学习任务。这也延续了机械制图这门传统课

程“绘图和读图”的一贯性基本要求。相比较以前

机械制图和AutoCAD的增添式和独立式的教学模

式[1]，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并没有削弱机械图样的作

用，而是更加与时俱进采用计算机绘图作为对学生

的绘图要求，这也符合计算机技术普及发展的生产

实际中对图样的要求定位。虽然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及CAD/CAM的广泛应用，出现了从计算机

三维建模到数控加工的数字化无纸生产模式，但

是，这并不等于无图生产。因为机械图样的内容中

不仅需要表达一个机件（机器或零部件）的轮廓形

状，还需要包括尺寸及尺寸公差精度、几何公差精

度、表面质量精度和制造、检验该机件时所需要的

技术要求的表达。而三维建模技术目前还不能很

好解决这些内容的表达问题。因此，机械图样在实

际生产中的重要性不仅不应该贬低反而应该加强，

机械图样不可或缺。计算机绘图是一种全新的绘

图氛围，是人的大脑和手的扩展与延长。我们只是

用计算机绘图取代传统的图板、尺规作图。所以，

绘图的技能、读图的本领依然是学生必须要达到的

学习目标。

2 一体化教学模式的设计构想

在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推行过程中，要将计算机

绘图的内容正确、有效地融合在机械制图教学的全

过程里，从而形成“机械制图与AutoCAD”新课程框

架，这主要表现在计算机绘图的全方位引入。第

一，从学习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时，就开始学习计

算机绘图；第二，在讲授原机械制图课程内容的如

图所示和图解法、图样画法、作图步骤时，都以

AutoCAD作为主要制图工具完成教学；第三，学生

在学习绘制图样的全过程中，均采用计算机绘

图 [2]。要实现这3个目标，就要求将原来的2门课程

内容进行合理地整合，使教学内容的组织更加符合

人的认识规律，还要有利于学生尽快接受计算机绘

图的方法，逐渐掌握和提高计算机绘图技能和水

平，这样才能保证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教学水平和实

施运行。表1为我们进行机械制图和计算机绘图一

体化教学模式时，对主要教学内容的设计构想[3]。

2.1 制图的国标与AutoCAD样板图同时教学

在课程学习开始，通过制图基本规定、尺寸注

法和创建AutoCAD样板图的同时教学，包括创建图

层、文字样式、尺寸样式等，使学生树立“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的基本观念，培养“耐心、细致、严肃、认

真”的学习态度，为课程学习开启良好的开端[3]。如

图1所示为A4竖幅样板图。

2.2 几何作图是形成计算机绘图氛围的开始

几何作图主要包括圆周等分、正多边形作法、

圆弧连接等作图方法。由于计算机绘图的应用，手

工绘图的图解法失去原有使用价值。比如，使用

AutoCAD 对圆多少等分及画正 N 边形都是可能

的。而圆弧连接的作图方法在AutoCAD中更是可

以通过绘图命令和编辑命令完成，而且作图简单且

准确。所以，通过学习几何作图的技能，又学习了

最基本绘图命令，比如直线、圆、偏移、修剪等，所以

表1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课程的性质、作用、任务、主要内容及培养

目标等

1.制图的基本规定

2.绘制机械图样的样板图

3.几何作图

4.绘制平面图形

1.创建物体的三维实体图

2.绘制物体的三视图

3.创建切口平面体及回转体的三维实体图

4.绘制切口平面体及回转体的三视图

5.创建相贯体的三维实体图

6.绘制相贯体的三视图

7.创建组合体的三维实体图

8.绘制组合体的三视图

9.识读组合体的三视图

1.AutoCAD观察三维实体的方法

2.机件外部形状的表达

3.机件内部形状的表达

4.机件断面形状的表达

1.绘制螺栓联接图

2.绘制齿轮零件图

1.识读轴类零件图

2.绘制轴类零件图

3.识读盘盖类零件图

4.绘制盘盖类零件图

5.识读叉架类零件图

6.绘制叉架类零件图

7.识读箱体类零件图

8.绘制箱体类零件图

1.读铣刀头装配图

2.绘制铣刀头装配图

项目名称

绪论

一、AutoCAD 制图基础知

识与技能

二、应用 AutoCAD 的投影

作图理论及方法

三、应用 AutoCAD 的机件

表达方法

四、应用 AutoCAD 的常用

机件及结构要素表示法

五、识读与 AutoCAD 绘制

零件图

六、识读与 AutoCAD 绘制

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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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计算机绘图的氛围就正式开启。

2.3 绘制平面图形和三视图是AutoCAD精确工具及

较复杂命令学习关键期

在平面图形画法的教学中，需要针对平面图形

中圆弧连接、对称、均布等不同图形特点，采用不同

的绘图及编辑命令。所以，要将各种不同图形特点

的平面图形画法和较复杂的绘图及编辑命令同步

教学[4]。三视图的绘图过程中必须保证三个视图间

的三等关系，这是我们绘制三视图的基本原则。在

应用 AutoCAD 绘制三视图时，充分发挥 AutoCAD

的“精确绘图工具”作用可以方便满足三个视图尺

寸间的三等关系[4]。另外，图形中线条间的相交、平

行、垂直的关系均可以应用精确绘图工具功能顺利

解决。故画三视图和掌握AutoCAD精确绘图工具

的教学一体非常关键。

2.4 先三维后二维教学思路更加易于学生的理解和

掌握

将基本体、组合体及截交线、相贯线等的教学

与AutoCAD三维建模紧密结合。在教学思路上，先

讲授AutoCAD基本体的三维建模法，再讲授基本体

平面投影图；先介绍AutoCAD立体交、并、差的布尔

运算，再介绍截交线、相贯线的画法；先讲授不同组

合方式组合体（相交与相切、平齐与不平齐等）的三

维建模，再讲授组合体的画图与看图[5]。这样的教

学方案设置使学生对于空间形体、截交与相贯的形

成、组合方式的空间形态等先具有了感性认识，再

对实体从三维形态过渡到二维图形的表达就降低

了难度，易于理解和掌握，因为它符合人的认知规

律。同时将使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构形能力等得

到有效提高[6]。半球开槽（形成）三维实体图和三视

图如图2～3所示。

2.5 第三、四项目要与AutoCAD高级功能同时教学

表 1中，第三项目机件表达方法和标准件和第

四项目常用件的表示法是原机械制图课程内容中

的承上启下部分[7]。通过教学，一方面要使学生将

前面所学的制图基础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机件结构

形状表达，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实际机件的结构特点

灵活应用各种其他的表达方法，从而为后面绘制零

件图选择一个合适的零件表达方案服务。在此过

程中，同步学习AutoCAD的过程也是承上启下，既

要把前面学习的各种绘图、编辑命令熟练应用于机

件的表达、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表示，又要进一步学

习AutoCAD的高级功能，如波浪线、填充、工具选项

板等，很好地掌握这些功能的使用，使它们在绘图

中都有用武之地，为后续完成较复杂零件图的绘制

做准备。

2.6 零件图和装配图教学是一体化教学的完美收官

绘制零件图和装配图的教学是深度学习和提

高AutoCAD文字样式、尺寸标注样式应用和设置的

阶段，是学习AutoCAD图块（内部块、外部块）等命

令的环节，更是使学生全面掌握和提高计算机绘图

技能的关键期。所以，学生在该阶段要进行一定数

量的AutoCAD绘图强化训练，通过4种典型零件的

零件图和装配图的绘制，学生的计算机绘图水平将

图2 半球开槽三维实体图

图3 半球开槽三视图

图1 AutoCAD样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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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大台阶[8]。轴类零件图如图4所示。

3 一体化教学模式中需注意的问题

3.1 灵活进行徒手绘图训练

计算机绘图可以快而准确地绘出高质量图样，

徒手绘图可以迅速表达设计思想，这 2种绘图能力

的综合正是当前机械制造企业科技发展所需要

的。学生在使用计算机学习绘制图样的情境中，徒

手绘图的技能训练就可以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穿

插在该情境里[9]。

3.2 削减尺规图，淡化其质量意识

计算机绘图对字体、线条的处理是人无法比拟

的，因此对于字体、线条这些内容的质量意识完全

可以省去，只要求能清楚分辨出不同线条作用和认

识不同线条的正规图样即可。

3.3 零件图技术要求的重点在图样表达方面

技术要求是机械图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表面粗糙度、尺寸公差与配合、几何公差等。如何

在AutoCAD中通过不同的指令、功能将上述各项要

求准确表达出来是重点，至于机理、计算、查表的方

法等在其他专业课程中有介绍，故简单了解即可。

3.4 点、线、面投影原理的够用原则

点、线、面投影原理在原机械制图这门课程中

担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

力。但随着计算机绘图的引入，学生的空间想象能

力培养借助于电脑上的三维造型及其他电化教学

手段完全可以做到，甚至效果更好。所以，点、线、

面的投影原理不需要讲述过多过深，对学生画图、

看图有引导作用、够用即可。

3.5 轴测图的作用可以被三维实体造型所取代

轴测图是借助平行投影的方法绘制的具有立

体感的平面图形，没有“质量要素”。用AutoCAD的

三维造型，可以得到有质感的三维实体。其上所有

轮廓都是按照造型要求生成的，所以可以看到各种

表面及它们的交线。而轴测图没有这些特性，其真

实感和教学实际意义就相对薄弱，因此，教学中，在

学时偏紧的情况下，可以用AutoCAD三维实体造型

逐步取代轴测图。

3.6 识图问题仍是一体化教学模式的难点和重点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读图是教学的难点和重

点，关键是读图是由二维图形想象三维立体，这个

绘图的逆向思维过程不经过长期训练、形象储备和

经验积累，完成的效果不会理想。在机械制图和

AutoCAD的一体化教学进程中，对于绘图教学进行

了由图板、图纸、尺规的绘图到AutoCAD绘图的深

度改变，但读图基本上还要按以前沿用的教学方式

进行，需要深入、详细地讲授形体分析法、线面分析

法[10]。只是教学中可以借助电脑的二维和三维的转

换呈现，使学生增加一定的感性认识。但是学生看

图能力的掌握和提高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读

图问题仍旧是难点和重点。

4 结语

虽然，机械制图和AutoCAD一体化教学是在本

科及高职院校多年前就已有采用的教学模式，对

“为什么进行该一体化模式教学”的研究，探讨者众

多。但是，对于“怎么样进行该一体化教学模式”的

研究、探讨还远远不够，仍处在一个模糊、不成熟的

层面。通过多年的摸索、实践和探究，笔者积累了

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丰富经验，在实践中取得了优良

教学效果。本文是笔者为“怎么样进行一体化教学

模式”做出的深度探究，希望为同行院校提供借鉴

和教学交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体化

教学模式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都会

产生新的发展变化。笔者希望吸取同行院校的先

进教学思想，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使

该一体化教学模式更加稳健地实施运行，取得1+1>

2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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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凤林,刘战涛.机械制图[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6:110-116.

对生成的试卷知识点和题型分布进行分析，按

照试题抽取算法所生成的试卷知识点分布及题型

分布如图5所示。

可以看出，生成的试卷知识点分布中各个章节

的题量分布比较均匀，相关性也适中。

6 结语

本文针对研究生考试不同于其他考试的独特

性，根据出题人的出题需求，首先采用多层过滤模

型对试题库进行层层筛选，实现对试题类型、知识

点、考试重点的选取，然后通过动态概率模型对前

期筛选出的试卷进行动态调整。该系统已经在多

个高校的研究生考试中得到实践应用，结果显示，

该系统能够满足研究生考试的出题需求。

图5 试卷分析结果

参考文献：

[1] 王凤蕊，王文宏，董金新. 基于自适应果蝇优化算法的平行试卷自动生成[J].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15,36(10):2807-2812.

[2] 徐守萍.试题库系统及组卷策略[J].科学技术与工程,2007(14):3631-3634.

[3] 孙荪,皇甫正贤.基于数据库的大型管理信息系统优化设计[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1(6):88-90.

[4] 赵英杰,赵菲.计算机考试系统的开发应用[J].管理信息系统,2000(S1):32-35.

[5] 赵英杰.试卷自动生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J].管理信息系统,2000(S1):36-37.

[6] 季玉茹,王德忠.题库与试卷生成系统设计[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08,25(6):97-99.



（上接第62页）

（责任编辑：曲继鹏）

（责任编辑：曲继鹏）

·· 124


